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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宽敞的村道上三五成

群的骑行者经过，青瓦白墙的

居民楼上渔民画栩栩如生，乡

村美术馆里村民们正在老师指

导下学习作画……走进位于舟

山市定海区新建村，一幅和美

乡村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从原先定海区的西北一

隅，到如今名声在外的“网红

村”，人景和美共生的新建村如

今已是国家4A级景区，2023年

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

新建村是如何“蜕变”的？

村党总支书记余金红坦言离不

开“文化”二字，“对于新建村来

说，传统文化就是它的魂，也是

它得以实现蜕变的动力。”

早些年，借着大力实施“千

万工程”的东风，新建村将村道

和环境进行了综合提升，并将

农民房屋外墙连片改造成徽派

建筑的外墙样式，每间民房以

“画春园”“燕归来”“常相会”等

戏曲词牌名命名，同时，还改造

提升了明清老街、烟雨长廊、渔

人码头等。

基础设施提升后，新建村

又邀请大师入村，提升特色农

产品以及附属产业的附加值。

“刚来的时候，村里已经很

漂亮了，但是名气并不大，每年

游客不过两万多人。”2012 年，

从事渔民画、民间漆艺创作的

张高俊受邀到新建村开展乡村

文化艺术建设。

因为看中村子的发展潜

力，张高俊暂时放弃了外地的

工作，回到家乡舟山，一心扑在

渔民画和民间漆画艺术的融合

创作和教学上。“一方面，自己

有更多时间创作；另一方面，也

能让村民在农闲时增加收入。”

张高俊说，艺术和文化的融入

总是润物细无声的，这些年，上

门学习、求购渔民画、漆画的人

越来越多，村子的名气也越来

越大。

传统文化也带动民宿、餐

饮、农产品和文创产品销售等

相关行业发展。新建村“趁热

打铁”，统一在35幢民房3000余

平方米的墙面上，绘制百余幅

色调明丽、造型独特、充满渔农

村生活情趣的海洋民俗风情壁

画。同时还打造了以“乡村文

艺”为主题的国家4A级旅游景

区“南洞艺谷”，植入 10 余个文

创基地和文化艺术体验胜地，

串联四季花田、大坝观景平台、

阶梯式溪坑等乡村景观，融合

呈现青山黛瓦的江南乡土风

情、自然淳朴的渔农村风情和

原生态艺术风情。

“之所以来这里，正是看中

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底

蕴。”就在今年10月，“80后”张

红英辞掉原先的工作，在新建

村的火车广场上开起了咖啡

店，“虽然现在是淡季，但每天

还是有不少客人来喝咖啡、买

番薯片等特色产品，相信明年

生意肯定还能更好。”张红英

说。

这两年，新建村的文化味

越来越浓。通过文化创意基地

的建设，新建村先后与中国美

院、浙江职业技术学院、华侨大

学等 27 所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开展研学、艺术采风、文化交流

等活动，每年接待各类院校学

生万余名。

乡村的“烟火气”与“文艺

范”并举，新建村正在绘就一幅

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郭扬

黛瓦粉墙、绿树成荫、小桥

流水……初冬时节，位于宁波

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西江

古村的老街上人头攒动，市民

游客或拍照留念，或在沿街小

店里享受一杯冬日里的热饮。

老街两旁，保存完好的老建筑

有了新“使命”，成为售卖传统

手工艺品的店铺、学习传统技

艺的课堂、提供地道小吃的餐

馆。由老建筑改造而成的非遗

博物馆则成了展示传统非遗的

窗口和体验地：金银彩绣、竹

编、越窑青瓷等技艺的传承人

在馆里为游客带来了一场“非

遗”的盛宴。

如今，小小湾底村就拥有

15 个参观点、3 条特色旅游

线。今年前三季度游客量超过

3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2400

万元。很难想象，几十年前，这

里还是“小路弯来又弯去，雨天

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曾经的

湾底村是人人嫌弃的“烂眼

村”。

湾底村的蜕变始于 2001

年。“想要发展经济首先就要整

治环境。”湾底村党委书记蔡国

成说，村里痛定思痛，拆除了

6.5万平方米的破旧村居，新建

了 9 万平方米的村民新居，为

保留乡愁，把其他自然村落相

对完整的建筑拆除后在西江村

重建。

“环境好了，业态

也 随 之 丰 富 起

来。你可以在

这里参观鄞

州非遗馆，

了解并体

验宁波的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也

可 以 走 进 越

窑青瓷博物馆，

欣赏古代瓷器的精美

与独特；还可以走进徐昌阁旗

袍馆，感受旗袍的中式风韵。”

蔡国成说，这些文化活动不仅

丰富了老街的内涵，也为游客

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宁波文化

的好去处。

沿着老街向南走便是村里

的“网红打卡点”——天宫庄园

景区。走进大门便能看见一块

智能大屏，工作人员轻点手机

屏幕，就能远程调控风机、水

帘、遮阳棚等设备，满满的科技

感。

道路两旁是各式水果主题

的雕塑作品，并配有相关简

介。“4月至5月摘桑果，7月至8

月摘梨，8 月至 9 月摘葡萄，12

月至次年4月摘草莓……游客

每个季节来都有果子采。”湾底

村轮值村委会主任翁立群说。

2004 年起，湾底村以农业

产业为基础发展旅游，创办了

天宫庄园景区，开始走农旅一

体化发展道路。“当时我就是庄

园的第一批导游。”翁立群打趣

道，“只是当年的解说词可一点

也用不上咧！”

这些年，天宫庄园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种类越来越丰富，来游

玩、采摘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目前庄园面积已超过 600 亩，

种有精品水果品种 50 多

个，景区年均接待游

客量超50万人次，

吸引就业人数约

150 人，其中湾

底村 78 位村民

实现“家门口”

就业。

结构优化、

业态融合。农旅结

合的路子彻底打开了

湾底村的发展空间。在“千

万工程”的引领下，湾底村以农

业为基础，延伸现代服务业，布

局文化产业，全村农业产值20

余年增长20倍，工业产值超3.5

亿元、20余年翻四番，服务业产

值近2亿元。昔日的“烂眼村”

摇身一变，成了声名远扬的“亿

元村”！ 顾春 郭扬

榨油坊被改造为乡村咖

啡馆，荒地成了可供亲子游

玩的农场，养猪、磨豆腐的土

房子则变身“日咖夜酒”的美

学生活馆……走进桐庐县桐

君街道梅蓉村，你会发现类

似的变化并不少见。

近年来，在“千万工程”

引领下，这个位于富春江畔

的村庄选准艺术乡建赛道，

以文化艺术带动乡村全面振

兴。这里的田间地头矗立着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

院等艺术院校师生设计的艺

术作品，油菜花田里曾响起

过外国乐队来表演的爵士

乐。梅蓉村还制定每季农作

物种植方案，推动田园风光

“景随季移，四时不同”。“种

粮食的同时也种风景。”当地

村民如是说。

如今，“种风景”的梅蓉

村迎来了“收获季”。被一片

稻田包围的“漠画肆季美学

生活馆”算得上其中的一颗

“果实”。这里曾是村民养猪

和磨豆腐的土房子，如今变

成了有风幔长廊、竹节帐篷

的游客打卡点。来自宁夏的

霍繁是这个美学生活馆的主

理人。他决定租下这里，是

因为周围环境，当时他一下

子就被周边大片的稻田吸引

了，“这种视觉冲击感是无法

用语言形容的”。

村庄的高颜值为霍繁带

来了好生意。今年 1 月刚开

业的小店，在春天就迎来了

第一波客流高峰。除了这个

项目外，霍繁还在梅蓉村投

资了民宿，还准备再开一个

手工作坊。据他介绍，今年国

庆期间，当地民宿整体入住

率达到70%，平均营业额近 5

万元。

两年时间，梅蓉村完成

了20多个建筑艺术化改造项

目。从一片荒地起步改造的

吉木丘林农场，是毛妍和她

的丈夫学习了不少国外经验

打造而成的。这里有手作体

验、艺术探索，还有主题营

地，无动力设施。据毛妍介

绍，占地 40 余亩的农场高峰

时一天曾接待 1000 余人，而

且来农场的游客里，有很多

都是“回头客”。

新业态也为这个乡村带

来了新活力。据桐庐县桐君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潘萍萍介

绍，目前梅蓉村有 40 多位外

来大学毕业生前来创业就

业，还有 30 多位本村大学毕

业生返乡创业就业。目前，

当地正在为这些“新农人”、

农创客筹建寓所，给有需要

的年轻人提供一年免费住

宿，帮助他们扎下根来。

这条“种风景”的路，梅

蓉村还将继续走下去。为实

现乡村振兴从“输血”到“造

血”的转变，梅蓉村及其所属

的桐君街道与有关国企合

作 ，积 极 探 索 整 村 运 营 模

式。“主要是我们街道出政

策、争取配套资金，村集体梳

理整合空间，国企来操盘运

营。”潘萍萍说，目前包括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老宅盘

活建设等项目均已启动，这

些项目在村庄内部形成了多

个特色鲜明、相互辉映的功

能分区，成为乡村传统文化

和现代艺术紧密融合的展示

窗口。而且，梅蓉村还成立

“同心荟”，促进整村运营项

目和村里已有新业态形成良

好互动，“让运营公司在做推

广的时候把所有业态都带

上。”潘萍萍说，“这些新业态

项目像一颗颗繁星，在乡村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熠熠生

辉。”

陈卓 李文慧

艺术乡建
梅蓉村“种”出好风景

文化赋能，新建村“破圈生长”

传承人在非遗博物馆里展示技艺传承人在非遗博物馆里展示技艺。。

天宫庄园景区里的天宫庄园景区里的

小番茄小番茄。。

夜幕下的新建村夜幕下的新建村。。

文旅融合
湾底村的发展“密钥”


